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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肥料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农业发展离不开肥料产

业的支撑；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肥料产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当前我国肥料

产业面临着传统肥料产能过剩、不合理施肥导致的资源能源浪费、环境污染、耕地退化、

农产品质量安全等一系列问题，行业发展亟待破局。文章从基层肥料市场和农业生产调研

入手，以肥料产业支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角度，较系统地阐释了我国肥料产业的现

状、问题，提出了肥料和土壤调理剂产业可持续发展应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市场为导向，以满足国家粮食安全、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为主要目

标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肥料产业，现状与问题，发展建议，农业供给侧改革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17.10.008

肥料（包括土壤调理剂等新型肥料，下文同）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是农业持续

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粮食的“粮食”[1]。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估计，在所有的农业

投入品中，肥料的投入约占农业生产总投入的 1/2 [2]。在我国“农业八字宪法”（土、肥、

水、种、密、保、管、工）中，“肥”排在第 2 位，充分说明肥料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

用。我国能够用占世界 7% 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22% 的人口，肥料的贡献功不可没。合理施用

肥料，不仅可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还能提高农作物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促

进农民增收，保障人畜生命安全。

*资助项目：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课题（2015 B A D 05 B 
01），国家“973”项目（2013C 
B93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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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科技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Science & Technology Promoting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从供给侧改革思考我国肥料和土壤
调理剂产业现状、问题与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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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中存在过度使用化肥、

农药等现象，造成了农田生态系统失衡，土壤板结、酸

化、盐碱化、耕层变浅、农药和重金属超标等，使得耕

地的质量下降，土壤污染日益严重，从而严重制约了我

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肥料是除土壤外最基础的农业生

产资料，由其不合理使用引发的农业产业深层次的矛盾

也逐渐显现。当下，我国多地农业面临着生产成本上

升、环境污染不断加重的严峻挑战。

农业发展离不开肥料产业的支撑，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肥料产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当前我

国肥料产业面临着传统肥料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行

业发展亟待破局，当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以满足国家粮食安全、供给优

质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为主要目标的肥料产业。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理

念更新，也是肥料行业改革创新的依据和法宝。

目前，我国肥料行业已经到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期，

推进供给侧改革，才能推动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化解过剩

产能、提高核心竞争力，朝着绿色、高效、生态的新型肥

料方向发展；肥料行业发展到高级阶段应是生产型和服务

型的混合体，并由此带动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递增，以适应

农业供给侧改革、满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1 我国农业肥料的产业现状

当前我国肥料市场品种多样，主要分为按国家标准

生产的传统肥料和各种新型肥料，表 1 按照常用分类方

法，列举了部分传统肥料和新型肥料。其中，土壤调理

剂（又称“土壤改良剂”）是近年来最具有代表性的新

型肥料。本文通过对几种常见传统肥料和新型肥料的产

业现状阐述，窥见我国农业肥料的整体产业状况。

1.1 传统肥料

1.1.1 氮肥

近期资料表明，我国合成氨年产能达 8 350 万吨，

占全球总产能的 37%；高浓度氮肥——尿素成为主要产

品，年产能达 9 500 万吨，占我国氮肥总产能的 60.7%，

占全球氮肥总产能的  44%；其他氮肥产品如碳铵、硝

铵、氯化铵和复合肥（含氮量）等的总产能，占我国氮

肥总产能的 39.3% [2]。

当前，我国氮肥生产企业近 600 家，其中中小型企

业占有相当比例。这些中小型企业通常生产工艺落后，

能耗大，生产成本和环境成本均高于国际同行，产品国

际竞争力不强，产业效益低下。2016 年 1—10月，我国

氮肥企业净亏损 90 多亿，利润率 _5.12%，整体开工率

约 60%。氮肥行业产能呈现结构性过剩，特别是尿素生

产企业[2,3]。

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和化肥减量增效的技术产品需

求，控制氮肥产能总量，削减低效、高消耗产能，强化

技术创新，研发新型氮肥增效产品，是实现氮肥产业转

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1.1.2 磷肥

我国磷肥工业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的主要产

品是过磷酸钙、钙镁磷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20 世

纪 90 年代后期，我国加快发展重磷铵肥、氮磷钾复合

肥、硝酸磷肥等高浓度磷复合肥。2016 年我国磷肥产量

达 1 655 万吨，占世界磷肥产量 37.4%，其中高浓度磷复

合肥占总产量的 90%[2,4,5]。

整体而言，我国磷肥行业整体产能过剩，中小企业

生产工艺落后，能耗和污染问题突出。磷肥产业的发展

表 1   我国肥料市场主要品种分类

种类 肥料名称

按照国家标准生产的传统肥料 常规单质化学肥料、复混（合）肥料、有机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水溶肥料、微生物肥料等

新型肥料
各种功能肥料、缓/控释（失）肥料、增效肥料、增值肥料、稳定性肥料、硫包衣肥料、无机包裹型肥料、脲甲醛肥料、
脲铵氮肥、抗旱肥料、腐植酸肥料、氨基酸肥料、药肥同源肥料、同步营养肥料、改性化肥、各种新型尿素、土壤调理
剂、土壤修复剂、磁化、富硒、稀土、纳米肥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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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生产上的节能降耗减排和产品上的提质增效，

提升磷资源利用效率。

1.1.3 钾肥

我国钾肥生产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钾矿资源

缺乏，钾肥产量增加缓慢。到 2012 年，我国钾肥产量

为 377.4 万吨，远低于氮肥和磷肥产量。2016 年全国资源

型钾肥产量 578.3 万吨（K2O），加工型硫酸钾产量 147.8

万吨（K2O），同时呈现出产品种类多样化。目前，我国

商品钾肥品种主要包括：氯化钾、硫酸钾、硫酸钾镁、

硝酸钾、磷酸二氢钾、钾硅（钙）、腐植酸钾等。

目前，我国大陆地区有 160 多家钾肥企业，钾肥的

销售量约占全球的 25%[2,6,7]。我国钾肥企业中加工型企

业为 134 家，其中规模企业 32 家。规模企业的钾肥总产

能，占全国钾肥总产能的 65%。

随着我国减肥增效技术的实施和农业主体经营体制

变化，钾肥消费品种结构发生变革，从而钾肥品种结构

创新也成为必然。

1.1.4 复合肥

我国复合肥发展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磷复肥，

2002—2007 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0 年，我国复合肥

年产能超亿吨，而复合肥年销售量约 5 500 万吨，产能明

显过剩。到 2016 年底，我国复合肥生产企业约 2 500 家，

产能 30—100 万吨的企业 50 家左右，产能 100 万吨以上

仅 10 余家。可见，复合肥生产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2,8]。

目前，我国大多数复合肥配方的制定缺乏科学依

据，未来的复合肥产业将进一步强化农化服务，落实测

土配方技术，使得肥料配伍体现专用化，肥料功能体现

多样化，肥料效率体现高效化。

1.2 新型肥料

近年来，我国新型肥料产业发展较快，按功能和特

性大致分为以下5类：增效肥料、缓/控释（失）肥、水溶

肥、微生物肥料及土壤调理剂。目前，全国各类新型肥

料企业 2 000 多家，总年产量超过 2 000 万吨。新型肥料

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型肥料企业占比不到 10%；多

数产品产销两旺，企业基本盈利[2]。

新型肥料的主要特性体现在：肥料配伍更加合理，

养分形态、数量和比例更符合区域作物和土壤的实际，

养分形态有利于作物吸收利用，养分比例重视中、微量

元素的作用，肥效高；应用增效载体系统调控土壤—植

物—肥料的养分转化与移动，促进作物生长，改善土壤

肥力，提升肥料效应；注重作物养分吸收利用和粮食高

产的同时注重肥料的生态环境效应，体现绿色与环境友

好特征。

1.2.1 增效肥

添加新型增效载体的增效肥料由于成本低，工艺改

造简单易行，已在诸多企业实现产业化。目前，我国增

效肥年产能达到 1 200 万吨，其中《含腐植酸尿素》《含

海藻酸尿素》《海藻酸类肥料》《腐植酸复合肥料》4 项

国家化工行业标准已于 2017 年 4 月1日正式实施，标志着

增效肥料逐渐形成新产业，并标准化生产。

1.2.2  缓/控释（失）肥

截至 2016 年底，我国缓/控释（失）肥类肥料，登

记证在有效期内的产品共 36 个。低成本、与作物养分

需求规律相匹配的缓/控释（失）肥发展潜力不容忽视。

自 2014 年起，我国缓/控释（失）肥示范推广规模不断扩

大，作物种类和试验示范点基本覆盖了我国主要区域和

农作物。其产品涉及硫磺包衣、树脂包衣、肥包肥、化

学抑制型、基质复合型、有机高分子聚合物型等[2,9]。

1.2.3 水溶肥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随着我国水肥一体化行动方

案的落实，到 2020 年，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将达 1.5 亿

亩，由此亦将带动水溶性肥料迅猛发展。目前，我国

水溶肥料发展呈现多元化，企业增速加快，产品竞争加

剧，同质化和低质化产品较多，利润逐步下降。未来水

溶肥产品的功能化，将成为其发展的必然。

1.2.4 微生物肥料

土壤生态退化常导致土传病害频发，微生物肥料和

生物有机肥料在预防土传病害方面表现出明显效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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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带动了相应产品研发和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微生

物肥料总产能达 1 500 万吨/年左右，正式登记的微生物肥

料包括微生物菌剂、生物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肥料、有

机物料腐熟剂、根瘤菌菌剂、光合细菌菌剂、微生物肥

料、内生菌根菌剂和生物修复菌剂等。未来要加强微生

物肥料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工作，解决微生物肥料

效果不稳定等问题。

1.2.5 土壤调理剂

随着“土十条”的颁布，我国土壤退化修复和土壤

污染治理产业空间更加巨大，各类土壤调理剂、修复材

料等将迎来新的发展期。近几年，我国土壤调理剂类产

品发展较快。截至 2016 年底，我国登记的土壤调理剂已

经超过 100 个。按用途分类，常用土壤调理剂主要有 5 大

类，分别用于：改良土壤结构，降低土壤盐碱危害，调

节土壤酸碱度，改善土壤水分状况，以及修复重金属和

农药污染土壤。土壤调理剂主要原料来源有天然非金属

矿物、工业副产品、农产品加工副产品等[2,10]。

2 我国肥料产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传统肥料产能过剩，同质化严重

以全国尿素产能为例，据中国氮肥工业协会统计，

2016 年我国尿素产能 9 500 万吨（不包括进出口和工业

用）。按全国 18 亿亩耕地、平均复种指数 200% 计算，

当前尿素产能下，可供一季作物施用的尿素量达 26.4 公

斤/亩。尚且不计碳铵、硫铵、氯化铵、硝铵、合成氨等

肥料的施用。由此可知，我国农业肥料严重产能过剩。

再以安徽省为例，安徽省化肥工业协会统计，截

至 2014 年底，据安徽省合肥工业协会统计，截至 2016 年

底，全省主要肥料总产能（尿素、复混肥和磷铵）

1 064.9  万吨 /年，  2016 年安徽省各类作物种植面积

为 12 718.95 万亩，平均每亩可供肥 83.7 公斤。如此大的

产能，产品的配方却鲜有显著性差异。不同企业之间、

同一企业在同类产品上，存在配方相似的现象。有的企

业为占有市场，同一营养素含量的产品也有十几个配

方。巨大的产能和产品的同质化，是近年来肥料市场价

格走低的主要原因。

2.2 企业抓不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点，科技创新
存在目的错位现象

当前，我国肥料品类很多，高效、绿色、优质的肥

料品种却较少。企业没有抓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要点，而是仅以高产为第一要素，忽视了肥料增加优质

农产品供给、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支撑作用。

企业科技创新意愿强，但存在创新目的错位现象。

当前我国肥料生产基本上能满足国内需求，市场由卖方市

场转为买方市场。。因此，很多肥料企业都在积极地进行

肥料的创新，新型肥料层出不穷。其中，多数肥料生产企

业和科技人员致力于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推出了科技

含量高、应用效果好的产品，为我国肥料行业的健康发展

和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也有少数肥料企业出于市场销

售目的而错用概念——以“卖点”代替创新，推出所谓的

新产品、新技术。这集中表现在：有的企业为降低生产成

本，巧立多种测土配方复合肥名目，实际则“测土而不配

方”，不考虑测土配方的实际成果和肥料的基本功能；有

些企业违反作物营养的基本原理，“标新立异”，忽视农

田生态环境安全与农产品安全，随意进行养分配方和添加

非营养物质组分，夸大肥料功能；还有的是用含对土壤环

境有害和在土壤中不易降解的物质作肥料添加物或者包膜

材料，肥料潜在的环境风险陡增。比如，有的产品只不过

是将原有的 2—3 种基础产品混配在一起，并没有实质性

创新，仅仅因肥料形态改变就冠以新型肥料的称谓；或者

追求名词及包装等形式上的翻新，而产品在技术上、内涵

上并没有突破。

2.3 产品包装标识混乱，误用概念，误导农民

市场上时有肥料产品虚标养分、误用概念。有的标

注不存在的养分，如固氮因子、纳米；有的虚标荣誉，如

获奖、重大发明、美国技术、领导或科学家题词等；有的

夸大效果，号称肥料为全能神肥等；有的炒作高科技概

念，比如市场上有多种名称的尿素，号称聚能、多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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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第 x 元素、冰川提取物等，而其实尿素仅指一种化合

物，加入任何其他成分后都不能再称之为“尿素”。这些

概念误用，往往误导了农民和种植业者科学用肥。

2.4 新型肥料标准制定不够严谨，不能代表全行业利益

很多新型肥料缺乏必要的标准制约。目前，关于

缓释肥料、商品有机肥等新型肥料的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有的虽已实施，但往往仅代表不同生产工艺的产品。

随着新型肥料的发展和市场需求，标准修订的问题将会

日益凸显。例如，现有的缓释肥料执行的国家和行业标

准有 3 个，因而降低了执行的可操作性、便利性；现行

有机肥料的标准中没有对抗生素、盐分等有害成分的约

束；现有水溶肥养分含量标准设置偏高，限制水溶肥配

方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也导致水溶肥成本上升；土壤调

理剂等的国家标准尚需要制订，等等。新型肥料科技含

量较高，但这一优势往往因为标准不严或偏离实际甚至

标准缺失而得不到发挥。

2.5 肥料违法案件和肥害纠纷案例增多，肥料专门法规
尚不够健全

近年来，一些肥料纠纷案件时有发生。例如，标注

NKP 含量（氮、钾、磷元素总含量）45% 的复混肥，实

际含量严重不足，甚至不足 20%。似此过分夸大效果，必

将导致农民用肥不当、作物养分不够等而造成作物产量

损失。除此之外，还有的肥料使用劣质原料，造成作物中

毒。有的新型肥料的质量和效果没有经过农业生产的长期

检验，时有市场纠纷。近年来媒体曝光的许多肥料纠纷案

件，一定程度反映了肥料违法案件所带来的危害。

另外，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专门的肥料法律。我国

是农业大国，也是肥料生产和使用大国，但至今尚没有

制定一部专门的肥料法律。农业部的《肥料登记管理办

法》仅仅是部门规章，法律效力不足以威慑违法行为。

例如在生产销售方面，新型肥料市场产品种类多样，产

品质量参差不齐，部分企业回避肥料的缺点、夸大肥料

的功效。仅以广告词为例，在用语上，往往用“来自世

界的肥料”“美国技术”等不易考证之词，夸大宣传，

这往往带来纠纷或违法案件。

在肥料市场监管方面，虽然我国质检、工商、农

业、公安等执法主体都可监管，但没有肥料专门法律为

依据，在监管过程中往往不能达到有效制止违法行为的

目的。

2.6 肥料过量使用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

肥料过量使用产生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 4 个方

面。

（1）危害土壤健康。长期使用化学氮肥会造成土壤

酸化和土壤板结，破坏土壤团粒结构，造成土壤有机质

和生物多样性下降。磷肥中含有重金属，长期施用会在

土壤中累积，影响食物链安全。偏施氮磷钾，会造成土

壤中微量元素耗竭，营养元素失衡。未经无害化处理的

畜禽粪尿制成的有机肥将可能造成重金属污染及抗生素

和盐分积累等，也会产生土壤环境风险[11]。设施农业高

强度施肥，加上大棚内高温高湿环境造成的耕作层盐分

积累，易导致土壤次生盐渍化。

（2）加重用户负担。大多数用户目前使用化肥依然

存在 3 个习惯。① 凭传统经验施肥。不考虑肥料特性，

采用“一炮轰”等简单施肥法，造成过量施肥，投入不

断增加，但增产不增效。② 盲目听信肥料经销商。经销

商推荐往往以产品利润考量为主，这经常导致农户增加

用肥量或用肥成本。③ 过分相信广告和虚假“科技”。

尤其是商业资本投资的农业用户，往往因经验不足，认

为肥料产品宣传的功能越强大、价格越高者就越好。而

农户又通常在使用后发现过高的成本投入，对作物产量

并没有明显效果。

（3）威胁农产品质量安全。过量使用化肥容易导致

作物倒伏、病虫害等，从而增加防虫害的农药用量；施

用未经腐熟和无害化处理的有机肥，将可能造成烧苗，

以及农产品亚硝酸盐含量积累、抗生素和重金属含量超

标。这些均是威胁食品安全的直接因素。

（4）加剧环境污染。肥料过量使用，农田氮磷流失

量增加，会造成地下水源的污染，也会使河流、湖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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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富营养化。另外，氮肥在土壤中氨挥发、反硝化过程

中生成的氮氧化物是造成地球温室效应的气体。大棚等

设施农业长期大量施用氮肥，往往使棚内氮氧化物浓度

过高，以致产生酸雾对作物产生伤害。未充分腐熟的有

机肥如果施在土壤表层会散发恶臭，施入通气不良的土

壤中会产生甲烷、硫化氢等有害气体污染环境。

3 保障肥料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立足于以化解产能、保障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
方向的肥料产业

推进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肥料产业发

展，就是培育以市场为导向，以满足国家粮食安全、优

质绿色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为产业发展目标来化

解产能，避免同质化、低质化。

肥料作为主要农资和土壤主要投入品，正在从满足

农业供给侧“量”的需求，向追求农业绿色生态可持续

和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我国肥料行业已经

到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只有推进供给侧改革才能推动

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核心竞争力，

进而朝着绿色、高效、生态的方向发展。

传统肥料、施肥技术和施肥方法以及相应的推广销

售模式和农化服务，与现代农业发展不相匹配。转变思

路，创新发展，适应农业供给侧改革需求，是肥料产业

的必然选择。肥料产业应树立“责任、环保、服务、共

赢”的发展理念，立足“资源、节本、省工、实用”的

农业生产要求，落实“增效、优质、绿色、安全”的产

品定位，从而达到“解政府之困，解农民之需”，实现

减肥增效之目的的肥料产业供给侧改革。

肥料行业发展到高级阶段是生产型和服务型的混合

体，并由此带动产业链升级和价值递增，以适应农业供

给侧改革，满足农业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求。

3.2 解决过量使用化肥带来的负面影响

（1）矫正土壤生态平衡。过分依赖化学肥料、追求

高产、盛行连作、大量用药等，导致土壤生态平衡和养

分平衡出现问题。因此建议发展生物类肥料、功能性肥

料、土壤调理剂等新型肥料品种，矫正连作障碍，改善

土壤生态平衡，减轻病虫害发生。

（2）矫正中微量元素缺乏瓶颈。开发高效活性水

溶肥料，促进作物生长，矫正作物中微量元素缺乏的状

况，改善作物品质，提高作物产量。

（3）减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推广先进的肥料生

产技术、施用技术，健全农化服务体系，提高肥料利用

率，减少因施肥造成的土壤、大气、水体污染，保护生

态环境。

（4）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阻控农产品对抗生素、

重金属、有毒有害微生物及其他有害物质的吸收，保障

农产品质量安全。

3.3 立足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循环利用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废弃物产出量最大的国家，农业

废弃物年排放量达 40 多亿吨。大量农业废弃物随意排

放，既造成浪费，又造成环境问题。因此，建议实施以

下 4 方面策略。

（1）立足秸秆资源肥料化，解决种植倒茬问题。焚

烧秸秆导致大气污染问题，而直接还田则导致病虫草害

加重、播插环境恶化、作物生长受阻等问题。秸秆肥料

化可制作有机肥、营养基质，最根本的是能解决有机-无

机复混肥规模化生产所需的足量、可持续原料。

（2）立足畜禽粪便肥料化，解决农村环境污染。农

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养殖业粪便、沼液、沼渣

无害化处理技术。

（3）立足施肥新技术应用，降低用工成本，促进规

模化经营。种肥同播技术要求肥料颗粒均匀，水肥一体

化技术要求肥料优质水溶，药肥协同技术要求不能对作

物产生危害，肥料缓释技术要求不能污染土壤。从而达

到降低用工成本、促进规模化经营的目的。

（4）立足产品新技术研发，满足抗灾减灾、御灾增

效技术要求。大力研发并推广具有抗旱、抗涝、抗冻、

抗干热风，抗病防虫，抑制次生盐渍化、土壤酸化、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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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盐碱化、板结，拮抗、钝化重金属，以及降解抗生

素和白色污染等功能的产品。

3.4 支持土壤污染修复调理剂等新型肥料产业的创新

我国土壤污染物调查的点位超标率达到 16.1%，耕地

土壤达到 19.4%[12]，修复土壤污染、改良提升受污染土壤

的环境质量是今后一段时间较为重要的任务，尤其是修

复农田污染。要对污染退化土壤进行功能恢复，发挥土

壤调理剂等新型肥料的作用非常重要。

因此，应研发更为环保、经济、有效的土壤修复材

料。目前用于污染土壤修复中的新型材料主要有介孔/

功能膜材料、植物多酚物质及纳米材料等，这类材料具

有独特的表面结构、组成成分，在较低的施加水平下就

有较好的修复效果。但这些材料都存在一个比较致命的

缺点——合成制造较困难、价格较高，因此需要研制绿

色、高效、经济的新型土壤污染修复材料。

3.5 规范肥料标准化管理，健全法律法规

（1）健全标准。例如土壤调理剂作为一种新型肥料

目前尚没有国家标准；缓释肥等同一类型肥料有多个国

家或行业标准的，应尽可能统一。

（2）提高标准可行性。在现有的各类肥料标准基础

上分类形成标准体系，提高标准的可行性。

（3）注重一线专业人员的建议。肥料标准在立项、

制订过程中，应注重基层农技部门的一线专业人员的建

议和意见。

（4）完善肥料与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设

立形式。改变肥料与土壤调理剂标准化委员会设立在科研

机构或企业的形式，建议改由农业部或国家质检总局设立

专门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聘请包括肥料科研、植物营养、

肥料制造及设备工艺、化工、环保、农技推广等领域的专

家，建立专家库。鼓励企业提出制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

农业生产实际需求的肥料企业标准，如节能减排、抵御自

然灾害、有利于提高肥料利用率的产品企业标准。

（5）维护肥料市场公平竞争。尽可能提高相关标准

在规范肥料生产和经营中的科学性与权威性，以维护肥

料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

（6）推进肥料立法，完善我国肥料产业发展中的法

律法规。加快肥料立法进程，对肥料的科研、生产、经

营、宣传、使用等各个环节行为以法律形式做出明确规

定，这对于净化肥料市场、规范竞争行为、保持肥料产

业健康发展、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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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rucial procreative material in agriculture, fertilizer is the material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fertilizer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promoting the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However, the current fertilizer industry in 

China also faces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excess capacity, low nutrient utilization, and unreasonable fertilization, resulting in waste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soil degrad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nd thus the fertilizer industry development model needs to be 

changed.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causes of fertilizer industry in China from the fertilizer market date sets based on the 

survey on fertilizer industr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proposals and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around the concept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ertilizer and soil remediation industr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be 

market-oriented, and bear the main objectives to meet th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supply the high-quality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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